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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近年來大學校園紛紛傳出情感糾紛所延伸出來的傷害事件，難道愛不到他

（她），就要毁了他（她）嗎？因此在大學校園中，更迫切需要積極的推動情感

教育，使大學生能夠理解個人的各種情感關係，例如親情、愛情與友情，培養學

生思考各項情感關係對自己的價值，使學生能夠培養適切的情感態度，勇於表達

自我的情感，不但能夠接受他人的情感並與人有良好的互動，同時也有拒絕情感

的能力。 

美國許多大學也開始正視情感教育所衍生的相關議題，著手進行研究，並在

學習內容當中融入情感教育與學習的種種課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了，情感

議題的學習與指導，不但可以促進課業學習的成績，也可以提升大學生的幸福感

與滿足感。唯獨大多數的學校教育仍然著重於專業性質科目的理解、閱讀、記憶、

演算等認知學習上，忽略了情感教育課程的重要性，導致學生在認知領域的學習

充實完整，但在情感議題處理能力上完全匱乏，難怪會導致許多大學校園中的情

傷社會事件。 

有鑒於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在 108 年正式上路的 12 年國教課綱當中，

對於國小，國中與高中等各個教育階段都將情感教育納入。至於未曾接觸情感教

育議題的大學生，教育部則積極鼓勵各大學校院開設情感相關議題的課程與教

學。同時利用專題演講、工作坊、電影欣賞、或者主題週等等形式，來宣傳與推

廣情感領域的相關教育議題。以期學生能夠學習如何認識情感、如何處理情感、

如何表達情感。 

二、情感教育的管道 

情感教育的管道是學生學習情感知識與經驗的來源，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家庭 

家庭可以說是所有人來到世界後第一個接觸的人際關係與情感來源，同時也

是建立情感認知、感受、思辨、評價與組織的最早期機構。然而，由於社會變遷

造成了家庭結構的轉變，許多家庭為了謀求生計，父母長年外出工作，無法兼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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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重責大任。導致親子之間的相處時間降低，親子教育的功能下降。根

據一項親子情感教育的調查資料顯示，只有大約 30%的學生，在遭遇到情感的問

題時，願意和父母親共同討論（陳姵文，2018）。由此可知，從家庭作為情感教

育的管道和來源，在目前的情況下，顯然非常不足。 

(二) 學校機構 

對於情感教育的議題而言，學校機構可以說是最為系統化、制度化的養成機

制。不過，在強調升學主義的環境下，學生的父母、教師以致於整個社會期待莫

不以智識教育為中心，對於不是升學考試科目的情感課程與教學，自然是被忽略

與犧牲了。但近年來在教育部重新修正國教課綱，推動大學情感教育計劃等等措

施的帶動之下，情意領域的課程與教學逐漸獲得重視，也開始在各級學校積極推

動起來。 

(三) 同儕團體 

在青少年的學習階段，人際互動與交流主要是同儕團體。畢竟學生階段的同

學和朋友在情感上是最親密，在互動上也是最頻繁的個體。調查顯示，學生在遇

到情感方面的問題時，有 40%是和同學一起討論的，此一現象，其實也頗令人憂

心，畢竟同學們並沒有心理輔導與諮商的專業，對於情感議題的認識也不是非常

的清楚，但他們卻必須彼此討論情感議題，解決情感事件。因此，在大學校院中

推動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是刻不容緩。 

(四) 網路與社會媒體 

當今是資訊爆炸的多媒體時代，家庭和學校已經不在是獲得知識和技能的唯

一管道，加上各種網路新聞與社群媒體所提供的大量資訊，也都會潛移默化地影

響學生對於情感價值的認知與想法。然而，讓人擔心的問題是，這些社會傳媒所

提供的知識與訊息，並非完全是正確的，甚至有些媒體為了製造網路聲量，刻意

扭曲或者誇大情感議題事件的報導與分析。因此，在實施情感教育的歷程當中，

也必須關注到網路與社會媒體的層面。 

三、大學情感教育的困境與迷思 

當前大學情感教育的推動在制度和觀念上面臨了不少問題，形成情感教育發

展的困境，茲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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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智主義和功利思維的影響 

在目前的大學教育當中，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養仍為首要目標，也是系所教

學的核心。因此對於學生情感關係與人際社會方面的通識教育與學習，自然不會

予以重視。這種源自於傳統固有的學術主智主義以及學生畢業求職的功利思維，

通識教育的情意課程當然就不會受到學校、教師與學生的重視了。這種現象，也

成為了大學校園當中屢屢傳出校園情傷事件的主因。要扭轉這種現象，必須從整

個社會的價值體系重新理析，以使知識、技能、情意與價值領域的學習，能夠均

衡發展。 

(二) 相關領域師資來源不足，無法符合學生的期待和需要 

由於少子化的衝擊，大學學生人數的急遽萎縮，學系經營規模的縮減，使得

情意領域的通識師資更缺乏聘任的機會。更直接影響到情感課程的開課數量與品

質。此外，攤開各大學院校的課程配當來看，我們就不能發現情感教育課程在大

學教育中的困窘與缺乏。系所課程的設計者，仍然聚焦在專業的學習課程上，至

於情感教育的課程只能零零星星的分散在通識學分當中。甚者，因為情感教育課

程的匱乏，大學生於四年的修業期間，未曾修習過任何與情感議題相關的課程。 

(三) 社會對於情感教育的迷思與誤解 

社會大眾，包括父母家長、教師以及普羅大眾基本上會認為情感教育是比較

抽象或比較難以教導的事物。因此，學生自小就沒有接受關於情緒管理、情感認

知、情感反應、情感價值的建立和發展等相關的事物和議題。陳姵文（2018）在

一項有關與家長對子女的情感教育調查報告中指出，許多家長認為孩子還小，不

需要學習情感教育的相關知識與議題，等待小孩長大成人後，自然會有能力處理

他們周遭的人際關係與情感議題。然而，父母的錯誤迷思卻使得學生忽略和缺少

正確的情感教育管道，反而導致他們從不正確的管道學習情感議題（如網路平

台、社群媒體、多媒體影音等）。進而導致學生對於情感議題有了錯誤的認知和

方法，造成校園情傷事件的發生。 

四、大學情感教育的推動（代結語） 

要如何來推動大學的情感教育呢？以下分從政府政策、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

三個方面與歸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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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當局對情感教育政策的制定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為了協助大專校院的學生認識包含親情、友情

與愛情的情感關係，進而發展出優質、平等與負責任的情感關係，教育部於 201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希望透過情感教育的

推廣，引導學生思考情感關係對自我的意義，並能以適切的態度，表達情感、接

受情感或拒絕情感，同時也能具備溝通協商與情緒管理的能力（教育部學生事務

及特殊教育司，2014）。 

為了更方便大學校院規劃及申請情感教育課程教學或活動，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設計相關主題，供學校作為研擬計畫之方向與參考，主題包括「情感的溝

通與表達」、「情感關係與處理」、「流行文化與情感教育」、「日常生活的情感教育」

等。今年度各大專校院所提送的計畫內容豐富多元且多姿多采，除結合學校年度

課程教學進度外，亦將學校師生的需求、不同年級別學生可能關注的焦點等元素

納入其中，因此各具不同特色。 

(二) 規劃情感教育的通識課程 

良好的「情感教育」，將有助學生澄清對於情感的需求，建立良好的情感態

度，學習在面對挫折與衝突時，如何判斷、如何處理、如何作決定、及如何從不

同角度來思考問題的因應作法，提升問題解決能力，同時幫助學生在面對問題時

可以調適自己、紓解壓力與情緒。因此，未來教育部仍將持續協助大專校院推動

情感教育，鼓勵學校積極透過課程教學、專題研究、輔導活動、宣導推廣等方式，

讓學生真正體悟情感教育的教授內涵，也讓學生完完整整的修習「情感教育」這

一門大學校院階段的必修學分（王佑菁，2012）。 

以長榮大學為例，過去曾經實施「情意與愛」作為核心必修姿通識課程。能

夠幫助學生認知情感議題、協助學生紓解壓力與情緒，同時更能成熟與圓滿的解

決男女之間的情愛關係。 

(三) 發展潛在課程，形塑校園情意文化 

雖然在目前的正式課程當中，或許因為課程的擁塞擁擠而無法排入情意教育

課程，但學校也可以透過潛在課程或校園環境的規劃和佈置來達到情感認知與情

意的培養。例如在相關正式課程當中，規劃一至二個單元進行情感教學。或者學

校相關單位可以辦理專題演講，邀請情感教育方面的專家與實務工作人員和學生

共同分享與學習。或者可以辦理工作坊，電影欣賞或是主題週議題活動等等，這

些都是可以促進學生認知情感議題，培養情操與情誼的良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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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宣導並推動情感教育，建立社會大眾的正確觀念與態度 

    大學可以藉由學術研究與推廣教育的角色，在社區當中辦理情感教育相關的

進修課程、研討會、工作坊、研習與座談等等，開放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研讀與

參與，以期社會大眾建立對於情感教育的正確認知與價值觀念。同時可以透過大

學與中小學的攜手合作，善用大學各項軟硬體資源，協助中小學教師進修研習，

培養種子教師；亦可適度適時融入中小學的課程教材活動設計，及早培養中小學

生建立正確且健康的情感認知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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